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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4_A52009_c67_642156.htm 课程名称：中外民俗 课程代码

：0656 第一部分 课程性质与目标 一、课程性质与特点 本课

程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旅游管理专业所开设的专业课之一，

它是一门以民间风俗习惯为研究对象的人文科学。该课程通

过对民俗的基本原理，物质生产民俗、物质生活民俗、社会

组织民俗、岁时节日民俗、人生礼仪民俗、民俗信仰、游艺

民俗等各类民俗事象的分类介绍，为广大学生提供了较为系

统的民俗文化基础知识。同时它具有着鲜明的民族性和丰富

的知识性的特点，最后通过民俗和旅游的有机结合，将国内

外各民族的民俗呈现给学生。 二、课程设置的目的与要求 旅

游管理专业是培养复合型人才的专业，它不仅要求学生掌握

旅游管理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而且也需要学生学习

和了解有关传统文化方面的知识。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各民族有着绚丽多彩的民俗文化，同时民俗文化作为一种

重要的旅游资源存在，也要求旅游管理专业的学生学习和掌

握。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全面了解丰富多彩的民俗

事象，增强对历史文化和中外各民俗的认识，系统地掌握民

俗学的某些基本概念，民俗的基本特征和社会功能，以及民

俗与旅游之间的密切关系，力争从民俗的深层文化内涵出发

，揭示民俗文化与旅游文化之间的本质联系，为深入探索旅

游文化活动的特征及其发展规律奠定基础。 本课程是以各类

具体民俗事象为顺序展开论述的。在各类民俗事象中都适当

结合了国内外各民族的民俗活动，请同学们在学习过程中要



尽可能避免泛论民俗文化本身的偏重于民俗学的议题，而是

应自觉地将民俗与旅游结合起来，特别是要与当代中国的旅

游活动时间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为指导知道民俗旅游产品的

开发、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等旅游实践提供科学的分析依据

。 百考试题自考站，你的自考专家！ 三、与本专业其他课程

的关系 《中外民俗》作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旅游管理专业的

专业课程，它与旅游管理专业的某些课程有着密切的关系，

其中《旅游地理学》是本课程的基础，并与《中国海外旅游

客源国》、《旅游资源规划与开发》相互衔接配合。 第二部

分 课程内容考核目标 第一章 民俗概论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民俗的概念和分类，明确民俗特征与功

能，学习民俗的基本知识，掌握民俗的一般理论。 二、考核

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民俗及其种类（重点） 识记：民俗

、民俗的种类。 理解：民俗、风俗、习俗、礼仪的相互关系

。 （二）民俗的基本特征（重点） 理解：民俗的基本特征 （

三）民俗的社会功能（重点） 理解：民俗的社会功能 （四）

民俗的形成（次重点） 理解：民俗形成的原因 理解：中国民

俗的起源与发展 第二章 物质生产民俗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物质生产是人类生存文化的主体。人类依赖物质生产得以生

存，物质生产依靠人类的劳动得以实现。物质生产民俗是各

国各地区大众民俗中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其中尤以农业民俗

和交通民俗居于中心地位，是人类社会最普遍存在的一种民

俗文化现象。本章在学习了农业民俗与交通民俗流变、类型

、特征和制约因素的基础上，进一步了解我国汉族、主要少

数民族以及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农业、交通民俗，以便在旅游

开发策划、服务管理中灵活运用。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



标 （一）物质生产民俗概论（重点） 识记：物质生产民俗、

物质生产民俗的特征 （二）农业民俗（次重点） 识记：农业

民俗、农业民俗的类型、农业民俗的特征、影响农业民俗的

因素。 中国汉族农业民俗。 各大洲农业民俗的特征。 理解：

农业民俗的产生与发展。 （三）交通民俗（次重点） 识记：

交通民俗、交通民俗的特点、交通民俗的主要类型。 中国汉

族交通民俗。 欧洲、非洲国家交通民俗。 理解：交通民俗产

生的原因。 影响交通民俗的主要因素。 第三章 物质生产民俗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是学生认识饮食民俗、

服饰民俗和居住建筑民俗形成的主要因素，比较全面地了解

中外各国在这些民俗事象上的特点、流变及其文化内涵，增

强学生的鉴赏能力。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饮食

民俗（重点） 识记：饮食民俗、饮食民俗的特征、饮食结构

、饮食的惯制。 日本的特色饮食。 理解：饮食民俗的形成。 

中国汉族八大菜系特点。 中国酒的起源。 中国茶叶的分类。 

中国香港的饮食民俗。 韩国饮食的主要特点。 （二）服饰民

俗（重点） 识记：服饰、服饰的构成、民间服饰的种类、民

间服饰的主要类别。 服饰民俗的文化内涵。 理解：服饰民俗

的产生与发展。 服饰变化的特殊轨迹。 中国汉族服饰的演变

过程。 应用：中国少数民族服饰对汉族服饰的影响。 亚洲特

色服饰。 欧洲各国服饰的差别。 美国人的服饰习惯。 （三）

居住建筑民俗（重点） 识记：居住民俗、中国居住民俗的主

要类型。 理解：居住民俗的文化内涵。 居住民俗的影响因素

。 中国民俗建筑的民俗特点。 应用：中国人文精神与居住建

筑的关系。 第四章 社会组织民俗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

本章的学习使学生们对社或组织民俗的概念、分类有一个基



本了解，特别应让学生对某些特殊形式的乡间民约、民俗有

一个一般性的认识。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社会

组织民俗的分类（一般） 识记：社会组织民俗。 社会组织民

俗的分类。 （二）宗教组织民俗（次重点） 识记：宗教、家

庭。 理解：家庭民俗的形成与发展。 家庭民俗的主要类型。 

（三）社团和社区组织民俗（次重点） 识记：庙会、庙会的

实质。 庙会的基本特征、庙会的基本功能。 理解：庙会在社

会发展中的作用。 庙会与人文文化 中国庙会群的基本分布。 

第五章 岁时节日民俗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认识

岁时节日及其民俗的一般概况，了解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节日

及其民俗的相关知识，正确理解岁时节日文化，对积极引导

岁时节日民俗活动的健康发展，有着十分现实而重要的意义

。 二、考核的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岁时节日的由来发展

（重点） 识记：岁时节日民俗 理解：节俗活动产生的原动力

。 影响节俗活动的主要因素。 节日的形成与发展。 （二）岁

时节日的分类及其民俗特征（重点） 理解：关于岁时节日的

各种分类方法。 岁时节日的民俗特征。 节日民俗与旅游的关

系 （三）中外岁时节日民俗概论（一般） 识记：中国汉族传

统节日。 世界三大宗教主要节日。 第六章 人生礼仪民俗 一

、学习目的与要求 人生礼仪是社会民俗事象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通过本章学习，认识人的一生中的几个重要阶段诞生、

成年、婚姻以及死亡，它们是每个人必须经过的过程，了解

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在这四个阶段中所举行的仪式，为学习

和运用其中一些礼仪民俗为服务奠定基础。 二、考核知识点

与考核目标 （一）人生礼仪民俗概述（次重点） 识记：人生

礼仪、人生礼仪的类别。 理解：人生礼仪的性质。 （二）中



外人生礼仪民俗概论（一般） 识记：日本人的礼仪。 第七章 

民俗信仰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民俗信仰是一种古老的信仰，

是人类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中，为了满足生存与发展的需要，

特别是心理安全的需要而创造和传承的一种文化现象，在历

史上曾产生过某些有益的作用，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

有关民间新的产生、演变、行为习惯与相应仪式，对于深入

认识社会民众的世界观，认识其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均

有很大的好处，特别是将其有益的部分运用到旅游开发中有

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 民俗

信仰概述。（一般） 识记：民俗信仰。 民俗信仰的崇拜对象

。 民俗信仰的表现方式。 理解：民俗信仰的基本特征。 民俗

信仰的现实意义。 第八章 游艺民俗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

过本章学习，认识游艺民俗的特色和旅游价值，了解国内外

游艺民俗事象，尤其是特色的游艺民俗事象，理解各种游艺

民俗的文化内涵，掌握游艺民俗的基本知识，为游艺民俗的

旅游开发与管理打下基础。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

）游艺民俗概述。（重点） 识记：游艺民俗、游艺民俗的类

型。 理解：游艺民俗的特点、游艺民俗的旅游价值。 （二） 

中国汉族游艺民俗（重点） 识记：民间口承文学、民间传说

、民间歌舞、民间小戏、民间曲艺、民间竞技、 民间杂艺 （

三） 中国少数民族游艺民俗（重点） 识记：蒙古族、朝鲜族

、藏族、傣族、彝族、壮族、维吾尔族、满足的游艺民俗形

式。 （四）外国游艺民俗（重点） 识记：英国、日本、美国

、巴西、埃及、印度、各国游艺民俗特色。 第九章 民俗与旅

游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认识民俗文化对

旅游的积极、消极作用，加深对旅游与民俗辩证关系的理解



，初步建立民俗旅游的框架，强化对民俗资源保护的意识。

此外，初步掌握一些民族地理区划方面的基础知识。 二、考

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民俗与旅游的关系（重点） 理解

：民俗文化对旅游的作用 旅游与民俗的关系 （二）民俗旅游

（重点） 识记：民俗旅游、民俗旅游的类型。 理解：民俗旅

游的构成。 民俗旅游的性质。 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 （四）

中国民俗地理区划概述（次重点） 理解：民俗地理区划的基

本原则。 应用：中国民俗地理分区。 中国各民俗地理区的主

要特点。 第三部分 有关说明与实施要求 一、考核目标的能力

层次表述 本大纲在考核目标中，按照“识记”、“领会”、

“应用”三个能力层次规定其应达到的能力层次要求。各能

力层次要求为递进关系，后者必须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上，其

含义是： 识记：能知道有关的名词、概念、知识的含义，并

能正确认识和表述，是低层次的要求。 理解：在了解的基础

上，能全面把握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能掌握有

关概念、原理、方法的区别与联系，是较高层次的要求。 应

用：在理解的基础上，能运用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

法分析和解决有关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一般分为“简单

应用”和“综合应用”，其中“简单应用”指在理解的基础

上能用学过的一两个知识点分析和解决简单的问题：“综合

应用”指在简单应用的基础上能用学过的多个知识点综合分

析和解决比较复杂的问题，是最高层次的要求。 二、 教材 指

定教材：《民俗学概论》 钟敬文主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8

年12月版 参考教材：《中外民俗》 吴忠军主编 东北财经大学

出版社 2001年10月版 《中国民俗旅游》 巴兆祥主编 福建人民

出版社 1999年9月版 《中国民俗地理》 高曾伟主编 苏州大学



出版社 1999年7月第二版 三、 自学方法指导 1、在开始阅读指

定教材之前，先翻阅大纲中有关这一章的考核知识点及对知

识点的能力层次要求和考核目标，以便在阅读材料时做到心

中有数，有的放矢。 2、本指定教材中，有关重 民俗事象的

介绍部分不属于本课程的重点，请同学们在学习中结合大纲

要求予以剔除，关于中国各少数民族，特别是外国民俗事象

的部分请同学们自学时多参阅指定书目。 3、在自学过程中

，要注意体会并逐步掌握本指定教材的理论体系和书中的一

些理论观点，为理解分析问题是所运用，特别是将这些观点

应用到做好民俗与旅游的结合，并合理地利用民俗事象开发

创造新的旅游产品等这些实际的应用问题上。还要注意培养

理论联系实际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能力，解题时应注意培

养逻辑性，针对问题围绕相关知识点进行层次分明的论述，

明确各层次间的逻辑关系。 四、 对社会助学的要求 1、应熟

知考试大纲对课程提出的总要求和各章的知识点。 2、应掌

握各知识点要求达到的能力层次，并深刻理解对各知识点的

考核目。 3、辅导时，应以考试大纲为依据，指定的教材为

基础，不要随意增删内容，以免与大纲脱节。 4、辅导时，

应对学习方法进行指导。提倡“认真阅读教材，刻苦钻研教

材，主动争取帮助，依靠自己学通”的方法。 5、辅导时，

要注意突出重点，对考生提出的问题，不要有问即答，要积

极启发引导。 6、注意对应考者能力的培养，特别是对自学

能力的培养，要引导考生逐步学会独立学习，在自学过程中

善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7、要使考生

了解试题的难易与能力层次高低两者不完全是一回事，在各

个能力层次中回存在不同难度的试题。 8、助学学时：本课



程共5学分，建议总课时90学时，学时分配如下： 章次内容学

时1民俗概论82物质生产民俗103物质生活民俗144社会组织民

俗55岁时节日民俗106人生礼仪民俗87民俗信仰58游艺民俗149

民俗与旅游14 机动2合计90 五、关于命题考试的若干规定 1、

本大纲各章所提到的内容和考核目标都是考试内容。试题覆

盖到章，适当突出重点。 2、试卷中对不同能力层次的试题

比例大致是：识记为20%，理解为50%，应用为30%. 3、试题

难易程度应合理：易、较易、较难、难，比例为2：3：3：2.

4、每份试卷中，各类考核点所占比例均为：重点占60%，次

重点占30%，一般占10%. 5、试题类型一般为：单项选择、多

项选择、填空、简答、论述、分析说明等。 6、试题采用闭

卷考试，考试时间150分钟，采用百分制评分，60分为合格。 

六、题型举例（略）百考试题收集整理 编辑推荐： 2009年7

月各地自考通知单查询汇总 09年下半年各省市自考报名时间 

全国各省市09年4月自考成绩查询 更多请访问百考试题天津自

考站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